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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多元化的发展，各种类型的娱乐方式的兴起，影视行业进退维谷，既要克服作品质量的参差

不齐，又要审时度势，不落后于时代步伐，为此，本研究围绕川内大学生对当代影视作品的满意度来开

展调查，运用了文献研究法、调查法进行实证分析，主要从内外因两个角度剖析了影响因素，并予以期

望和建议，旨在提升影视作品竞争力，推动影视行业蓬勃发展，提高大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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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and the rise of various types of entertainment,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is in a dilemma.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overcome the uneven qual-
ity of the works, but also to evaluate the situation and not to lag behind the pace of The Time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ichuan on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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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to carry ou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y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in-
vestigation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ainly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
ternal aspects, and gives expectations and suggestions,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promot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improving public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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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增长。目前，影视剧市场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随

着互联网和流媒体平台的发展，用户在选择、观看电视剧和电影时的渠道也在不断多元化。在内容上也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尝试和创新，如科幻、热血、偶像等风格的剧集、跨平台联动、IP 改编等。 
总的来说，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拓和技术的进步，影视剧行业正迈向更加多元、创新、高质量发展的

方向。 
通过研究文献分析，马立新(2015)针对影视作品产生的问题认为情节虚假、人物性格虚假和奇观虚假

是当下影视作品的通病，从艺术审美，艺术价值上出发，认为影视作品要具有一定的德性价值，要有助

于观众更高层次的精神滋养与陶冶[1]。李夏至、袁云儿、牛春梅(2021)认为影视剧行业被困于“饭圈”，

好内容不需要明星带流量，表明“唯流量论”的现象早该整治了，并且对行业违法失德人员应该零容忍，

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通过人格魅力、思想品行引领社会风尚，做出精神榜样[2]。赵佳(2019)在分析融媒

体时代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时，指出在融媒体背景下，社会进入信息技术时代，这为影视行业带来了更多

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所以影视行业的工作者更要把握住这种机会，在原神创作上重视内容和质量，促进

影视作品在融媒体时代的文化创新[3]。同样，张中元(2022)认为，在融媒体时代下，短视频已经成为了

一种新趋势，它同样也能满足大众的休闲和娱乐需求，如果影视行业存在的问题不进行改正，可能大众

对影视作品的需求就会越来越低，转向短视频，所以影视工作者应该要重视起来[4]。 
当下中国影视作品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将会对观众产生巨大的负面影

响。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被观众指出，这让我们不禁深思到底要怎样的影视作品才能够为大众服务，影

视作品应该要具有怎样的价值观才能引领大众，而不是蒙骗观众，把观众引入歧途。而大学生作为一群

思想活跃的群众，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首先应该提高自身的媒体素质和审美能力，学会客观的看待

电影电视剧，并对其艺术性形成一个正确的认知，从而塑造对影视内容的判断力，让自己可以保持初心，

不沉迷其中也不轻易动摇自身价值观。 
故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对当代中国影视作品的满意度”进行调查，探索目前中国影视行业在生存

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以期影视行业从业人员注意相关问题并及时着手解

决，以此提高大学生对当下中国影视作品的满意度，促进中国影视行业健康发展，进而不断提高我国文

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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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法，设计问卷“关于大学生对当下中国影视作品满意度”。调查对象是在校

大学生，其中问卷共发放 502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2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其中男生 221 人(44.02%)；
女生 281 人(55.98%)。参与本次问卷的大学生中：大一共 202 人，占比 40.24%、大二共 82 人，占比 16.33%、

大三 118 人，占比 23.51%、大四 100 人，占比 19.92%。调查对象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investigation 
表 1. 被调查大学生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21 44.02% 

女 281 55.98% 

年级 

大一 202 40.24% 

大二 82 16.33% 

大三 118 23.51% 

大四 100 19.92% 

2.2.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发放和回收，调查方式主要采取线下访谈和线上问卷调查、

网络数据收集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采用匿名形式。 
1) 问卷调查：为了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数据来进行调查，便以线上的方式设置了问卷进行调查，收

集各地大学生对现阶段影视作品的看法，有助于更好的进行数据分析。调查内容主要是大学生喜欢的影

视剧类型、大学生娱乐方式、大学生观看影视作品的地区、大学生对现阶段影视作品满意和不满意的原

因以及大学生对现阶段影视作品的建议等部分构成。 
2) 访谈：访谈采取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法，例如，首先我们会询问受访者最近看过哪部电视剧、

他对这部剧的看法，进一步询问这部剧有没有让他感到失望或不满意、这部电视剧有什么不足之处，最

后我们会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能够通过影视剧体现出现实生活的元素和价值观。通过这样的访谈，能够

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到大学生的真实想法，进一步完善调查问卷的问题，使数据分析更真实。 
3) 网上数据分析：从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得的结果里面进行分析，利用大数据，使获得的结果可视化，

更直观的显示出当下影视作品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势在哪里，使数据分析更可靠和更真实。 

3. 调研满意度结果分析 

3.1. 大学生对影视作品满意度的分析 

“到 2020 年左右，中国电影年产量稳居世界第三，电视剧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大量的投入并

不一定能与观众的满意度呈正比[5]，越来越多大学生反映“看起来有很多剧，但实际没什么东西可看”。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对当今中国影视作品满意度”及“产生不同满意度的原因”

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与统计。如表 2 所示，参与“对当今中国影视作品满意度”调查的大学生共计 502
人，其中 39.84%的大学生满意，33.86%的大学生比较满意，16.93%的大学生一般满意，7.37%的大学生

比较不满意，1.99%的大学生不满意。所以，可见大学生对当今中国影视作品的满意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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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llege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表 2. 大学生对影视作品的满意度 

排序 选项 小计 比例 

1 满意 200 39.84 % 

2 比较满意 170 33.86% 

3 一般 85 16.93% 

4 比较不满意 37 7.37% 

5 不满意 10 1.99% 

总计 502 

3.2. 大学生对影视作品满意度不高的原因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t the 
present stage 
表 3. 影响大学生对现阶段中国影视作品不满意的原因的分析 

排序 导致不满意的原因 小计 比例 

1 同质化内容过多，缺乏新意 217 47.9% 

2 多方限制，作品被困安全区 189 41.72% 

3 流量当道，演员没有实力 238 52.54% 

4 商业化严重 216 47.68% 

5 剧情拖沓，注水严重 235 51.88% 

6 作品价值观不端正 164 36.2% 

7 其他 4 0.88% 

样本量 453 

 
如表 2 所示，大学生对当今中国影视作品非满意的共有 60.15%。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可知其不满意的

原因，如表 3 所示：52.54%的受调查者认为是“流量当道，演员没有实力”、51.88%的受调查者认为是

“剧情拖沓，注水严重”、47.9%的受调查者认为是“同质化内容过多，缺乏新意”、47.68%的受调查者

认为是“商业化严重”、41.72%的受调查者认为是“多方限制，影视作品被困在安全区”、36.2%的受调

查者认为是“作品价值观不端正”。由上可见当代大学生对现下中国影视作品的满意度不高，且中国影

视作品现存问题较多。以下，我们将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具体分析中国现今影视作品存在的问题。 

3.2.1. 唯流量至上，难守初心 
从影视作品制作者的角度看，现目前存在“唯流量至上”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暴露出一个严重

问题：流量与片酬挂钩。但是，流量却不一定与演技成正比，许多流量明星在资本的力捧下得到了大量

关注却不一定拥有成为演员的专业素质。正是因为这样一批流量明星拿走了一部影视剧的大部分投资，

导致影视剧制作成本难以向剧本、制景、后期制作等提升影视剧质量的方面倾斜。并且，影视剧制作成

本较少的剧组也因无力采用流量明星而难以聚集投资，进行宣发，导致作品无人问津。面对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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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的制作方也难以坚守初心，输出高质量的影视作品。这是当下围绕流量产生的“死循环”。针

对这一问题，国家开始了“清朗行动”，随着这一行动的大力推进，我国的“唯流量至上”局面或会改

变。 

3.2.2. 同质化内容过多，缺乏新意 
从影视作品内容的角度看，现目前存在“同质化内容过多”的问题。在现下，投资方与制作方过分

关注观众的“期待视野”，紧跟市场步伐，只要一部作品热播，相似题材、相似人设、相似剧情的作品

便立刻纷至沓来、蜂拥而上。这种现象说明：关注观众需求原本对于影视作品的创作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为获取经济收益，盲目跟风，一味讨好、迎合观众，不断“新瓶装旧酒”的行为最终只会让影视作

品同质化愈演愈烈[6]，让创新的源泉无法充分涌动。投资方与制作方应明白，在全媒体时代，大学生的

“期待视野”是不断变化的，同质化的影视作品难以满足他们的个性化诉求，无法激起他们的欣赏热情。

若想创作出更高质量的作品，创作者在去同质化上需要下苦功夫。 

3.2.3. 受多方限制、被困安全区 
从影视作品题材的角度看，现目前存在“受多方限制、被困安全区”的问题。毋庸置疑，中国影视

作品这些年来已有突破敏感性与限制性的大胆尝试。《人民的名义》还原了省市权利核心和官场生态的

真实面貌，《扫黑风暴》呈现了扫黑除恶的侦破过程，聚焦热点话题，《县委大院》反映了新时代干部

作风、干群关系。已有众多反映政治和现实热点的影视作品被搬上荧幕，我们不能否定中国影视的突破。

但相比于欧美日韩等影视业发达的国家，我们在题材上的突破显得仍不够胆大。观众对中国影视创作内

容管控严格的印象仍很深刻。若想让中国影视提质发展，比肩影视业发达国家，审核方应适当放宽题材

限制，把握好限制尺度，让“百花”齐放于“华影之园”。 

3.2.4. 剧集较长，剧情“注水”严重 
从影视作品体量来看，现目前存在“剧集较长，剧情‘注水严重’”的问题。据统计，2004 年至 2008

年之间，国产剧平均每部控制在 30 集之内；2009 年至 2012 年，国产剧集数延长到 30 集至 35 集；到了

2013 年，平均每部电视剧已突破 35 集。《全球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6)》的数据显示，2015 年前后国

产剧集数已平均达到每部 42 集。但随着社会高速发展，“注水”剧已难以适应当下人们的快节奏生活，

倍速看剧已成为大学生看剧的常态。目前，国家也意识到“注水”现象的频发，出台了相关政策，在某

种程度上打压了“注水”行为，但制作方与政府相关机构应明白：观众渴求的是影视作品“水分”被真

正的挤出，而不仅仅只是数字上的长剧被消灭。例如，虽然现下长剧数量减少，但是季播、上下部剧集

等现象却开始“泛滥”。 

3.2.5. 部分影视作品价值观扭曲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视作品的价值观作为其精神内核会潜移默化的影

响着观众。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如表 4 所示有 44.42%的受调查者看重一部作品具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一品

质。在“观看现阶段中国影视作品是否有利于中国大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这一问题的选择上，根

据表 5 可知，61.55%的受调查者认为可以、19.72%的受调查者认为大部分可以，小部分不可以、12.35%
的受调查者认为小部分可以，大部分不可以、6.37%的受调查者认为不可以。可见，我国大部分影视作品,
尤其是主旋律作品能够传递出正确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不可忽视，仍有部分影视作品存在价值观扭曲

的问题。影视行业应注意：一部优秀的作品，不仅要能够满足人们的消遣娱乐、审美方面的需求，还要

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人生哲理、探寻真理，帮助观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7]。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6101


袁智怡 等 
 

 

DOI: 10.12677/mm.2023.136101 787 现代管理 
 

Table 4. Analysis on the qualit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that influence audience’s choice 
表 4. 影响观众选择的影视作品品质分析 

排序 观众看重的品质 小计 比例 

1 好的制作团队 278 55.38% 

2 专业过硬的演员阵容 243 48.41% 

3 引人入胜的情节 271 53.98% 

4 立意具备正确的价值观 223 44.42% 

5 能够让自己有所收获 238 47.41% 

6 能够对社会产生效应 189 37.65% 

7 其他 3 0.6% 

样本量 502 
 
Table 5. Whether watching current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s conducive to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good three views 
表 5. 观看现阶段中国影视作品是否有利于中国大学生树立良好的三观 

排序 选项 小计 比例 

1 可以 309 61.55% 

2 大部分可以，小部分不可以 99 19.72% 

3 小部分可以，大部分不可以 62 12.35% 

4 不可以 32 6.37% 

样本量 502 

3.2.6. 中国影视作品影响力有待提高  
在“您最常观看哪个地区的影视作品”这一问题的选择中，41.04%的受调查者最常看中国(包含港澳

台)，33.27%的受调查者最常看欧美地区，25.3%的受调查者最常看日韩泰地区，0.4%的受调查者选择了

其他，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Which region do college students watch 
most often 
图 1. 大学生最常观看哪个地区的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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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纵向角度看，即与中国影视作品自身相比，虽然仍有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毋庸置疑，

中国影视整体是向前发展的，影响力是不断提高的。据统计，2016~2019 年中国国内电影票房呈持续增

长态势。近三年国内电影票房受疫情影响有所波动，但仍有众多国产电影作品“出圈”。例如将传统水

墨动画与三维动画相结合，首创“粒子水墨”技术的《深海》，用温情、无私的母爱打动观众的《你好，

李焕英》、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震撼人心的《流浪地球 2》。除此以外，众多电视剧、综艺作品也收获

了高口碑。科技的赋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拍摄技术的精进、题材的丰富、热点的聚焦等让

我们坚信，中国影视之路——“漫漫亦灿灿”。 
第二、从横向角度看，即与其他国家相比，毋庸置疑，国产影视作品的海外影响力仍需提升。中国

电影产量自 2015 年来便稳居世界第三，但至 2023 年 1 月，全球影史票房排行榜前一百名中中国电影不

超过五部，这一巨大落差证明中国影视作品影响力依然很薄弱，我国影视作品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认

同度亟待提升[8]，从而让中国影视作品的海外传播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据统计，2016~2020
年度海外网络平台受众接受度排名前 20 位的中国国产电影中，动作片占比最高。动作电影是中国电影对

外输出的一大特色，但中国影视作品想增强国际影响力，不能仅仅依靠这一特色，还要创作出更多具有

中国文化特色的、具有中国匠心的作品，这要求创作者树立文化自信、挖掘利用好中国元素。例如，运

用中国传统戏曲元素拍摄的电影《霸王别姬》在国际上广受好评，荣获了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中

国有传承了千年的气节和从屈辱混乱里重建秩序的时代性，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从来不缺故事，

缺的只是能讲好故事的中国电影人。中国影视创作者应该建立文化自信，深挖中国文化，运用中国元素，

传递中国价值、进行中国的文化输出，在世界的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拍出说汉字的好作品，拿回中国形象的定义权。 

4. 融媒体时代，如何提升大学生对影视作品的满意度 

在我们对“大学生对当下中国影视作品满意度”这一课题进行调查分析后，针对上述提出的影视作

品品质过于注重流量、缺乏创新、剧情拖沓、三观扭曲等问题与缺陷，我们认为在现如今的融媒体时代

下，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提高影视作品的质量，提升大学生对影视作品的满意度。 

4.1. 注重作品质量，加强监管力度 

影视行业内部乱象频出存在“重营销、轻质量”“蹭热点、蹭 IP”、“唯流量至上论”、“天价片

酬、阴阳合同”、“价值观扭曲”、“商业化严重”等问题。这需要相关部门建立影视剧监管机制，净

化互联网影视空间；需要影视创作者和演员们在工作中意识到、承担起社会责任，不忘初心、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去创造、诠释好的艺术作品。在影视行业内外部的合力规范下，坚持以真诚的创作精神去创

作影视作品，注重提高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4.2. 拓展影视题材，满足观众多元需求 

面对当前国内影视同质化带来的创作瓶颈、受众审美疲劳的问题和脱离现实虚浮创作的问题，中国

影视创作者应积极探索整改之道，通过合理利用观众的个性化诉求，实现影视突围，将影视作品做得有

高度、有深度、有厚度[6]，同时应该力求真实，让艺术来源于生活。增强影视创作者的创新能力，积极

拓展影视题材，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加强影视创作和营销的精准度，积极接纳 5G、VR、AR 等新技术，

为影视剧制作与传播提供新的方式。影视企业应主动拥抱新技术，加强影视创作与新技术的融合，把握

互联网影视产业未来新风口，同时运用大数据，精准分析观众的影视剧偏好，精准投送，满足人民群众

多元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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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在融媒体时代，我国应该加强对影视作品创作者的文化自信的培养，引导其深挖中国元素。正如上

文所提到的同一影视作品被反复翻拍的现象，可见目前我国影视作品同质化比较严重，题材创新受限。

所以我国影视作品应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同时也可以适当吸收学习其他优秀文化和经验，从

而输出蕴含中国特色的优质影视作品，增强其对影视作品消费者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文化的提升，也是

新文化诞生的过程。 

4.4. 健全相关法规，规范剪辑行为 

面对短视频平台上“N 分钟看电影”的侵权剪辑行为，在司法行为中应落实“红旗原则”，进一步

建立健全影视产业政策法规，加强影视知识产权保护。目前我国相关的立法和政策制定存在滞后性，不

利于影视行业的规范发展，当前要进一步重视影视的版权问题，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维护影视作品版

权方利益，激发影视作品市场活力，为其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4.5. 拥抱融媒体，赋能影视业 

在融媒体时代下，影视作品的创新转型与发展，需要充分发挥 AI、VR、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技术的作用，而影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则要立足市场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以更好地适应融媒体时代的

需求[9]，把握互联网影视产业未来新风口，加强影视创新与新技术的融合。同时可以扩大影视剧的传播

渠道和方式，并结合多种媒介载体的优势对观众宣传影视作品，运用大数据，精准分析观众的偏好并投

送，使单一媒体的竞争力变为多媒体共同的竞争力，提高影视作品的知名度，吸引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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